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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發會二○一四年的人口推

估，台灣目前六十五歲以上的

老人人口占百分之十二；二○一八

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預估將超過百

分之十四，步入「高齡社會」。到了

二○二五年，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將

達百分之二十，將成為「超高齡社

會」，人口老化速度為全球第一。

不僅一般社會大眾，僧伽也一樣面

臨老化問題，晚年究竟依歸何處？不

論台灣或全世界，不論僧俗，這是每

個人都要正視的現實問題，該如何面

對全世界都面臨的養老難題？

中國上海廣播電視台電視新聞中心

《全球養老調查》節目組，親赴亞洲、

歐洲和美洲在養老問題上卓有建樹的

國家，開展專題採訪調查。試圖探尋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中國人晚年的

養老找出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僧伽醫護》

雜誌將陸續刊登六期的《全球養老調

查》專題內容，作為台灣養老借鏡與

反思。

【丹麥：預防性家訪】

丹麥，位於北歐，被譽為世界幸福

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因為這裡有很

好的社會保障，教育、醫療、養老全

免費。丹麥人說，這裡的老人最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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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丹麥是一個高稅收、高福利的國

家，丹麥人一半的收入都繳稅，換來

的是從搖籃到墳墓，全方位的社會保

障。

預防性家訪，照護老人需求

丹麥議會議員圖拉．法蘭克表示，

「在這裡，老人不依賴子女，因為老

人們會得到幫助。」

這個人口只有五百六十多萬的國

家，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占百分之

十八點二，略低於全歐洲百分之十九

的 平 均 數。 然 而， 丹 麥 卻 擁 有

一千三百多家養老院。即便如此，住

養老院卻非丹麥老人的首選。

「待在自己家更有安全感，更溫

馨。當你不能再做任何事時，再去養

老院。丹麥老人待在養老院的平均時

間差不多三年半。」丹麥社會關係部

部長馬努．薩林說。

在丹麥，主動預防的理念深入人

心，它催生了一個非常值得借鏡的模

式──預防性家訪。

當老人八十歲時，政府會對他們進

行一次家訪。不過，對於有健康問題

的 高 危 險 群， 從 六 十 五 歲 開 始 到

七十九歲之間，政府都會定期安排家

訪，目的就是看看老人有什麼需求，

是不是需要照顧。在老人七十五歲

時，還會有一次安全家訪，工作人員

會檢查老人家中是否存在安全隱患。

如果老人需要享受居家養老服務，

隨時可以向所在城市提出申請。丹麥

政府每年用於養老的費用占 GDP 的

百分之十七，開銷巨大。為了讓居家

養老服務更貼近老人的需求，丹麥政

府把權力下放給各個市政府，採用國

家出錢，社區執行的模式，這是丹麥

獨一無二的運作系統。

以丹麥巴勒魯普社區大樓為例，任

何與政府相關的需求，居民都可以在

這裡得到解答，其中也包括了養老護

理的需求。

巴勒魯普社區民政和福利部主任西

麗婭．海特說，「居民可以從早上九

點到中午十二點打電話來，工作人員

要記錄來電話者的情況，可能是身體

有病或行動困難；居民打電話的時

▍丹麥是一個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有很好

的社會保障，教育、醫療、養老全免費；丹麥

人說，這裡的老人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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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要告訴我們他們自己不會做的事

情。」

巴勒魯普社區辦公室有十多個評估

員負責養老評估工作，他們分工、各

司其職。

每天評估員要做二到三個評估，時

間長短不一。老人的需求也各不相

同，他們有的希望能搬到適老改造過

的居所，有的則需要有人照顧生活起

居。一個星期內，社區的其他工作人

員有可能會第二次上門進行評估，以

減少評估師的主觀因素。評估結果出

來後，老人就能選擇請哪一家居家養

老服務公司上門。

養老服務機構林立，良性競爭

在丹麥，每一個社區會有多家公立

或私立的養老服務機構。

因為老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就意

味著無論公立還是私立，上門護理企

業都必須有很強的競爭意識，千方百

計提高服務水平，才能獲得更多的客

戶。

「可瑞」是一家中等規模的上門護

理企業，在距離哥本哈根三十公里的

海勒魯社區，可瑞的護理站有一百個

雇員。這麼多的護理員服務這麼多的

老人，如何做到忙而不亂呢？公司的

負責人說，嚴格而細緻的管理制度是

必須的。因為是上門服務，一些臥病

在床的老人，甚至會把家裡的鑰匙交

給護理公司。

「每一把錀匙都有編號，從電腦上

看我們可以知道，每把錀匙分別對應

哪個老人。我們也可以看到是哪個雇

員拿走了錀匙，雇員回來後必須歸還

錀匙。」可瑞居家護理服務公司總經

▍巴勒魯普社區的評估員每天要做二到三個評

估；評估結果出來後，老人就能選擇請哪一家

居家養老服務公司上門。

▍「可瑞」護理企業有嚴格而細緻的管理制度

，一些臥病在床的老人，甚至會把家裡的鑰匙

交給他們。他們將每一把錀匙編號，輸入電腦

，可以得知每把錀匙是哪個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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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亨里．克斯泰爾說。

又如顏色鮮艷的提示板，則顯示了

護理對象的身體狀況。綠色代表所有

事情都在正常範圍內；紅色則說明老

人有一些危險情況。「我們控制中心

是二十四小時全線工作的。」亨里．

克斯泰爾表示，「每年我們會拜訪百

分之十的客戶，客戶的滿意程度非常

重要；因為有很多競爭者，我們希望

留住客戶。」

在丹麥，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的居

家護理公司，都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

境下運作。因為選擇哪家公司的主動

權，完全掌握在市民手裡。只有服務

品質好，才能獲得更多用戶的認可。

一旦服務不好，自然會被市場淘汰。

政府則負責制定標準、劃撥經費。

如此形成的良性循環，促使丹麥的

居家護理服務水準不斷提高。目前丹

麥全國有十五點五萬老人在家享受居

家護理服務，約占老年人口的百分之

十五。只有四萬左右的老人住在養老

院，平均年齡在八十二歲以上。這無

疑是一個非常值得借鏡的範例。

【荷蘭：公私合作】

居家養老模式不僅在丹麥，也在歐

洲其他國家備受推崇。一個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居家養老的成本要比傳統

機構養老少得多。根據荷蘭政府估

算，機構養老每位老人年均花費六萬

四千歐元，而居家養老每位老人年均

支出僅為一萬九千歐元，不到前者的

三分之一。

公私合作，保障居家養老

荷蘭萊頓養老研究學院執行主任約

里斯．斯萊特斯說：「二十五年前我

們（建在郊外的養老院）是注重舒適

感和隱私的產物。現在我們知道了，

要保持快樂，就要與他人交流。在社

區中有歸屬感，有朋友家人的陪伴，

有來自家人的悉心照顧。」

與丹麥一樣，荷蘭人養老的費用基

本上都是由國家的社會保險承擔。然

而，由於機構養老成本過高，再加上

近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令政府財政無

▍每天一大早，海勒魯社社區護理員就會來到

杰特家，幫助老人起床，換好尿布和乾淨衣服

；因為老人得的胳膊和腿得了關節炎，就連下

床都成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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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負擔日益高昂的支出。

荷蘭衛生部國務祕書馬丁．凡．萊

因說：「在一九六八年，長期護理保

險的預算約為二億荷蘭盾，現在上升

到了每年二百八十億歐元。數字快速

增長，得看未來是否能支付得起每個

人的費用。我們實行這項變革，是因

為很多人希望在家中接受長期護理。

回顧過去十五年，選擇機構護理的人

數減少了百分之五十。」

目前荷蘭約有四分之三的老人選擇

居家養老，政府也希望有更多老人選

擇待在家裡，而不是去養老院。為

此，二○一五年一月，荷蘭政府開始

實行一項新的養老政策，將更大的權

力和責任下放到社區，讓老人在家中

享受護理服務。

荷蘭一座只有四萬五千居民的小城

──里德凱爾克，有四分之一的居民

超過六十五歲。該市二○一五年的政

府預算中，養老支出高達五百八十萬

歐元，占總預算約百分之五。

「我們比中央政府更貼近市民，社

區承擔起照顧老人的職責，這是非常

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在里德凱爾克

市，市政府與社區緊密聯繫，共同照

顧老人。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優勢。」

荷蘭里德凱爾克市副市長蒂娜卡說。

「公私合作」是荷蘭養老體系的一

大特點。政府並不直接提供任何照護

服務，社區內的護理人員則來自不同

的私營養老機構；政府同時規定，每

位荷蘭人都必須為自己購買一份養老

保險，所有居家護理的費用，都將由

保險公司承擔。

國家從稅收中撥款給市政府的同

時，也把政策上的自由撥給了各個市

政府。也就是說，政府擔當總指揮和

協調員，具體的工作都由老人自行選

擇的私營養老機構和私營保險公司完

成。政府要做的只是拉一根主線，通

過法律來保障居家養老的內容和品

質。

市政府掌舵，社會支持

艾琳在勞倫斯集團擔任社區護士已

經三年了，她還是鹿特丹市的社區護

士宣傳大使。她負責的小組共有十五

位護理員，為這一地區的約六十名老

人提供護理服務。

護理小組的成員共分為五個等級。

一至三級為護理員，只負責基本的生

活照料，不提供任何與醫療相關的服

務。第四和第五等級則屬專業護士，

艾琳是最高級別，也是第五等級的社

區護士。從簡單的餵飯、洗漱，到打

針甚至臨終照護，艾琳都有涉及。她

的專業水準甚至已經可以承擔部分醫

院護士乃至醫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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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歲的范德．吉森，是艾琳的

服務對象。雖然術後需要定期更換導

尿管；但他不必一次次地往醫院跑，

因為艾琳可以上門為他完成這項工

作。

除了這些護理服務，居家養老中還

涵蓋更為普遍的基本照料，而這些照

料與護理無關，相當於社會福利，在

荷蘭稱為「社會支持」，而市政府就

是社會支持的掌舵人。

荷蘭萊頓養老研究學院主任瑪莉．

范德瓦爾斯說：「《社會支持法》是

市政府層面的法律，這部法律讓人可

以盡可能久地待在家中。社會支持的

形式包括器材，例如在家中裝電梯、

使用衛生器械，或有人前往家中幫忙

打掃。他們還會帶領老人參加社區活

動，前往日間照料中心，或有志願者

來提供幫助。」

市政府會在每個社區設立服務小

組，關注老人的情況，並保障他們獲

得所需的服務。從購物、送餐、醫院

接送，到提供輪椅、安裝電梯，再到

組織活動、進行日間照料，這些都涵

蓋在市政府負責的範圍內。

市政府還鼓勵家屬、朋友或鄰居共

同照顧老人，並向他們提供資金上的

支持和補助。這樣不僅分擔了社區的

壓力，也讓老人更有歸屬感，減少他

們的孤獨感。

「如果一個老人住在養老院，那裡

的護士有高專業水準，會把老人照顧

得很好。但只有在老人的女兒進門

時，他們才會露出真正的笑容，那才

是有品質的生活，這是專業護理完全

無法替代的。所以，這是護理體系中

的一個重要理念。」荷蘭萊頓老年研

究學院博士戴維．博德耿說。 

▍艾琳在勞倫斯集團擔任社區護士已經三年了

，她還是鹿特丹市的社區護士宣傳大使，為這

一地區的約六十名老人提供護理服務。

▍荷蘭市政府會在每個社區設立服務小組，關

注老人的情況，並保障他們獲得所需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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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社區居家】

在荷蘭、德國，採訪小組發現很多

養老院都建在風景優美的地方──在

湖畔、在山間、在河邊，一座座養老

院隱藏其間，猶如世外桃源。

然而，隨著依托社區提供的居家養

老服務愈來愈受老年人的歡迎，傳統

的養老機構布局也悄然發生變化，開

始向市區和社區靠攏，這種發展趨勢

最大的獲益者自然是老人。

「根據統計，我們在一千六百個上

門服務的顧客當中，平均年齡不到

七十六歲，而機構養老的平均年齡是

八十三歲，這說明這七至八年中，老

人是願意待在家裡的。」德國蕾娜范

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范少東說。

位於柏林市郊的蕾娜范養老機構，

就是集合了養老院、失智老人護理、

居家護理和日間照料等多功能的複合

型機構，這樣的配置使得社區中的老

人能各取所需，得到全方位的養老服

務。同時，這種依托專業護理機構的

設置，也有利於企業培訓和合理調配

護理人員，提高服務水平。

事實上，在社區居家養老體系中，

除了專業的護理人員外，志願者也是

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在荷蘭里德凱

爾克市，據估計大約有四成的居民都

是養老體系中的志願者，在他們力所

能及的範圍內義務替老人服務，哪怕

只是陪老人坐一會兒。

「志願者們上門拜訪老人，帶老人

出去喝咖啡，陪他們到行政部門尋求

幫助，幫老人打掃房間，幫助打理花

園，可以做很多事情。」荷蘭里德凱

爾克市副市長蒂娜卡說。

一杯咖啡、一次打掃、一次散步，

▍隨著依托社區提供的居家養老服務愈來愈受

老年人的歡迎，傳統的養老機構布局也悄然發

生變化，開始向市區和社區靠攏，這種發展趨

勢最大的獲益者自然是老人。

▍位於柏林市郊的蕾娜范養老機構，是集合了

養老院、失智老人護理、居家護理和日間照料

等多功能的複合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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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惠而不費的小事，既溫暖了老年

人的生活，也讓志願者們提前對晚年

有一個認識。是快速向前的現代生活

中，一個個溫情緩慢、撫慰人心的片

段和場景。

【新加坡：樂齡義工】

在新加坡甚至有專門的社區義工組

織老年人開展文化娛樂活動，而這些

義工中，不少人本身也即將跨入老年。

站在台前的陳言森有著多重身分，

他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內科醫生，也是

新加坡人民協會活躍樂齡理事會的主

席，也是一位熱衷於老年活動的志願

者，「我們這群人是感情的聯絡站，

是愛心交流的聯絡站。」

樂齡人士，樂齡義工

在新加坡，過了五十五歲後就被稱

為「樂齡人士」，有達觀快樂的意思。

五十七歲的陳言森說，「我行醫

三十年了，是一個開心醫生。我接觸

的病人通常都是上了年齡的；所以，

往往發現其實病人除了身體不好外，

還有心靈層面。為什麼我們不通過一

個方法，好好地和老人家分享心靈上

的東西。」

在新加坡的各個社區，都活躍著像

陳言森這樣的志願者和「樂齡」義

工。他們本身就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中

老年人，但卻常年為別人服務，並且

沒有報酬。

新加坡樂齡義工組織會長許悅明表

示：「我們是非營利機構，不可能給

酬勞。不過，我們會給義工一些車馬

費及餐費，每年會表揚頒發最佳義工

獎。」

六十九歲的吳淑蓮，身體非常硬

▍陳言森有著多重身分，他是一位小有成就的

內科醫生，也是新加坡人民協會活躍樂齡理事

會的主席，也是一位熱衷於老年活動的志願者。

▍在新加坡的各個社區有許多「樂齡」義工，

本身就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常年為別

人服務，陪著老人畫畫或做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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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已經在馬林百列社區做了六年義

工，「當我們現在還可以走動時，就

要對社會付出，幫忙那些孤獨的老

人；所以，我就是喜歡出來！我們自

己也是老人，改天也會老，當不能走

動時，也希望人家來拜訪我們！」

走出門，快樂服務

對於很多「樂齡」義工來說，無償

服務他人並不奇怪，他們習慣了這樣

一種模式，就是年輕、健康的老人服

務於年老的老人。這使得這個群體能

產生更多的共同語言，在和同齡人接

觸過程中，彼此都感到快樂。

快樂的確是可以傳染的，原來不願

意走出家門的老年人漸漸融入群體，

心理狀態不好，甚至情緒壓抑的人也

慢慢變得開朗。精神狀態的改變，讓

這群已經年過七十的老人看上去依然

年輕。

新加坡樂齡會員莫鳳瑛說：「我每

次和他們講，年齡就是心態。因為我

就是一個例子，看我以前的照片很老

啊，好像沒有這樣寬容，笑容沒有這

樣好。以前我不喜歡拍照，現在喜歡

拍照。因為我現在覺得笑起來比較好

一點。」

透過這些國家養老機制的探訪，可

以認識到政府、企業、護理人員和志

願者，都是一個健康運作的養老體系

不可或缺的要素。不管在養老院還是

住在家裡，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唾手可得的護理服務，以及支付得起

的服務費用，是老人快樂地度過晚年

生活的基本保證。這一切，需要一個

考慮周全的政策和保險機制作為後

盾。（文稿整理／尤美玉、趙阡宇）

▍不論在養老院還是住在家裡，安全、舒適的

生活環境，唾手可得的護理服務，以及支付得

起的服務費用，是老人快樂地度過晚年生活的

基本保證。

▍快樂的確是可以傳染的，原來不願意走出家

門的老年人漸漸融入群體，心理狀態不好，甚

至情緒壓抑的人也慢慢變得開朗。


